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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建共享 利民惠民 

封帆 钱龙 张吉祥 

江苏省泰兴市农业农村局 

西宣村地处中国银杏第一镇——江苏省泰兴市宣堡镇西首，村域面积2486亩，全村共有8个村民小组、426户1397

人。2018年8月以来，西宣村集中开展环境专项整治，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。环境变美了：拆除违章搭建、破旧

房屋、旱厕，清理杂物堆、垃圾堆，新修道路和绿化景观点；经济放活了：多位在外能人回乡创业，投资餐饮娱乐、

花卉苗木、特色养殖等产业；干群关系和谐了：广大村民逐步从环境整治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，自发维护环境，村

组干部“为民办事、合力攻坚”的工作形象深入民心，领导力、凝聚力、战斗力显著提升。 

科学制定“西宣标准” 

清理杂物。集中清理田间地头、房前屋后、沟边渠旁老百姓长年废弃不用的杂物堆、秸秆堆，对农具堆、农资堆、柴草堆

等生产生活确需的物品，合理选择区域组织码放整齐，做到既不影响观瞻又保留乡土气息。利用家前屋后空闲地栽植冬麦50多

亩，村里提供青苗，农户负责管理，收益实行村集体和农户三七分成，既杜绝乱堆乱放，又合理利用土地，促进村集体和农户

增收。 

治理旱厕。对有室内厕所的，督促自行将旱厕拆除到位；对无室内厕所但能承担相关改造费用的，由该户出具承诺书，待

室内厕所建成后自行拆除旱厕；对经济确实困难的，村级组织捐款，以每户800元的标准帮助改造室内厕所，然后再拆除旱厕。

考虑到村庄人口分布、区位条件、民情民意等多方面因素，全村保留3户旱厕进行水冲式改造，打造为公共厕所，在方便本村村

民的同时，也大大方便了过往行人。 

拆违拆破。对侵占公共空间、影响村容村貌的违章搭建、破旧房屋，逐一教育引导，并下达整改通知，责令规定时间内自

行拆除；对有合法手续，但影响村容村貌的破旧房屋，动员搬迁至镇集体安置房，按照第三方评估结果予以经济补偿。 

“四个一点”筹措资金 

发动群众解决一点。广泛发动群众，筹资筹劳，动员本村的木匠、漆匠、泥瓦匠等能工巧匠设计制作篱笆、外立面、特色

景观等，美化亮化村庄环境。看到家前屋后环境好了，乡贤能人主动解囊相助，先后捐款20多万元，用于修建公用篮球场和铺

设“断头路”。能人刘明不仅拿出5万元无偿支持环境整治，还决定在村头开设羊肉土菜馆，让更多的资源、资金回流乡村。 

资源利用节省一点。村民旱厕、破旧房屋拆除后产生的废旧砖头，村委会以每块0.26元的价格进行回购，铺设入户道路、

修建简易绿化隔离带，累计使用废旧砖头6万余块。据统计，西宣村利用各类废旧资源，共节省资金30余万元。 

申请项目助力一点。充分利用破旧房屋拆除后的闲置土地，实施增减挂钩。同时，申报创建省级森林绿化示范村，推动村

庄道路沿线绿化和3处景观节点的建设，通过整合上级项目资金提升村域环境。 

镇级奖补配套一点。宣堡镇设立农村环境整治专项奖补资金，按照各村（居）整治成效、资金投入、整治规模、百姓满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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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度等情况，按比例实施奖补。“四个一点”的办法有效推动了环境整治的开展，截至目前，村集体环境整治支出仅12万元。 

齐心协力推动工作 

责任包保，统筹推动。西宣村现职干部共5人，村支书为环境整治第一责任人，其余4名村干部每人分工2个村民小组，分组

分片认领任务。整治前，村支书带领村组干部及中心户长一起查看全村环境，细化整治任务，形成问题清单、序时清单和责任

清单。整治中，实施销号管理，村组干部白天按照统一部署抓推进，晚上集中开会梳理问题找方法，对思想不通的关键少数，

登门入户做好沟通引导，确保无阻工、怠工现象发生。 

注重方法，分类指导。农村公共区域的环境整治明确由村集体负责，村民家前屋后、庭院内部的环境则由农户自己负责，

对拆除违章搭建、旱厕一律不予经济补偿。对五保、低保和孤残老弱等特殊群体，村委会主动出工出钱帮助开展环境整治，让

弱势群体也能拥有舒心的生活环境。 

典型带动，氛围促动。充分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，营造了“干部带头、党员示范”的良好氛围。村干部以身作则，

率先整治自己及亲属家中违建乱堆问题，争做环境整治“带头人”。动员广大党员积极投身环境整治，设立环境整治党员监督

员和党员示范户，挖掘宣传先进典型，强化村民环境卫生意识。 

以人为本，群众参与。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。西宣村充分发挥群众智慧，积极发动群众参与，让百姓事百姓评、百

姓议、百姓干，提升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自觉性、积极性、主动性。村民蔡粉英已80多岁，看到环境整治带来的明显变化

后，每天除做好自家庭院卫生外，还带头打扫村头巷尾等公共区域卫生。 

实践经验激发动能 

西宣村的生动实践为推进农村环境整治提供了经验和启示。一要处理好政府主导与群众主体的关系。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

工作路线。农村环境整治，始于群众需求，终于群众满意，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，更要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。通过听群众

说、向群众讲、带群众干、让百姓享，形成全民支持、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。二要把握住展现新貌和留住乡愁的平衡。一方面，

农村环境整治，不能局限于扫地、刷墙、清杂草这些常规动作，要找准“顽疾”“痛点”，促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。另一方面，

农村的环境整治还要区别于城市，不能把村庄建成小微型城市。要注重农村实际，充分发挥乡土智慧，聘用乡土人才，利用乡

土材料，在改善农村环境过程中，处处体现美丽乡村的具体内涵。三要实现好短期突破向长效管理的转变。农村环境改善，没

有完成时，只有进行时。要防止“一阵风”，保持农村环境长期向好，制度是关键。实践证明，只有建立健全农村环境整治长

效管理机制，才能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效；只有健全政府、村集体、村民等各方共谋、共建、共管、共评、共享的参与机制,动

员村民投身美丽家园建设,环境整治工作才能迅速推进、常治常新。 


